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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商业环境以及信息技术环境的变化，生鲜零售领域快速发展，各种创新模式层出不穷。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

售业态，通过实体店、微商城、App 等多种灵活便利的方式帮助生鲜农产品销售，促进其商品价值的实现。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vironment, the fresh retail field develops 
rapidly, and various innovative models emerge one after another. The new retail industry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helps the 

sales of fresh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rough physical stores, micro malls, App and other flexible and convenient way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its commodit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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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论文以生鲜农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对“新零售”概念进

行了相关阐述，比较了“新零售”与传统电商的区别，分析

了生鲜农产品的供应链体系变革，从货源组织、零售模式、

冷链物流、仓储配送四个方面，对新零售背景下的生鲜农产

品供应链模式进行深入研究。

2 “ 新零售 ” 概述

2.1 “新零售”的定义

2016 年 10 月的阿里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主要创始人

马云在演讲中第一次提出了“新零售”，他说，“未来的十

年、二十年，没有电子商务这一说，只有新零售。”马云认

为，线上的企业必须走到线下去，线下的企业也必须走到线

上去，线上线下加上现代物流，才能实现真正的新零售。百

度百科对“新零售”的定义：企业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产、流通

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进而重塑业态结构与生态圈，并

对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新

模式 [1]。

2.2 “新零售”与传统电商的区别

2.2.1 主体不同

传统的电子商务零售是入驻各大电子商务平台，完全依

靠电子商务平台的流量来获取消费者。新零售主要使用网上

购物商场、小程序、应用程序等工具，结合网上实体商店，

形成新的销售模式。实现线上、线下的集成，将会有更多的

流量。

2.2.2 与消费者距离不同

传统的电子商务产品是成批生产的，也可以直接与制造

商合作生产。很难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和个性。他们

的步伐总是落后于市场更新的步伐。但新零售不同，它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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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数据支持，以及先进的人工智能，它始终关注市场，

可以生产个性化的产品，并且可以随时根据市场和消费者的

需求进行调整。

新的零售模式不再是生产好的产品，用各种营销方式向

客户推销，说服顾客服务购买，而是寻找目标客户，了解需

求，复制产品，从经营产品到经营客户。

2.2.3 消费体验不同

在先进的高端技术的支持下，新零售基于数据驱动优化

运营，最大限度地利用最大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客户，产品和

场景，结合线上线下的销售的模式打通物流，客户可以在不

受地区、时间、空间等限制的情况下获得更好的消费体验。

总之，新零售要建立“全渠道”的联合方式，以实体门店、

电子商务、大数据云平台、移动互联网为核心，通过融合线

上线下，实现商品、会员、交易、营销等数据的共融互通，

向顾客提供跨渠道、无缝化体验。阿里巴巴则将其总结为“三

通”即“商品通”“会员通”“服务通”[2]。

3 基于 “ 新零售 ” 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变革

在“新零售”环境下，传统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体系面临

着新的变革。生鲜农产品供应链由以往的组织货源、物流、

配送、零售转变为组织货源、零售、物流、配送的模式。在

生鲜电商发展的推动下，可以在农产品电商平台中优化一

级、二级批发环节，让农户能够借助电商平台，直接进行农

产品销售，实现了对成本的有效控制，并提升了销售效率。

同时，在生鲜电商平台当中，企业能够获取客户的各种需求

信息，实现供应链中的信息共享，做到以销定产，按需生产，

提升农产品的生产效率。通过新零售电商模式，实现交易前

置，降低了消费者购买成本。也可以通过预售模式，即零售、

货源组织、物流、配送，使生鲜农产品实现按需配送，从而

大大降低流通环节的成本。 

4 基于 “ 新零售 ” 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模式

分析

4.1 组织货源

生鲜农产品指的是未经深加工，不宜在常温环境下保存

的初级农产品，一般包括果蔬、肉蛋、水产、奶类等，其品

质决定于鲜活程度。为了保证货源质量，生鲜农产品电商企

业必须参与货源组织环节的工作，选择与品质好、口碑佳、

信誉良好的上游供应商合作。生鲜在采购环节必须要通过优

化仓储、配送和流通环节来降低成本，提高配送时效和鲜活

性。目前，生鲜农产品电商企业主要通过四种方式组织货源，

即建立合作基地、产地直采、品牌供应商采购以及中间商采

购，不同模式有着不同的优缺点，需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

发，选择适合自己的采购模式。

4.2 零售模式

新零售模式产生的最初目的就是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为中心，在新零售和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生鲜农产品的消

费场景呈现多元化趋势，商家通过多种渠道与消费者持续互

动，把握他们的消费习惯及生活方式，以适应消费者消费升

级及差异化需求的销售模式 [3]。生鲜农产品电商要在构建消

费体验场景过程中，从原来单一的线上或线下渠道，逐步演

变为线上线下渠道融合，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用

户体验也越来越好。

在生鲜新零售模式中，“生鲜超市 + 餐饮”模式是近几

年新兴的创新模式，以超级物种、盒马鲜生、京东 7FRESH

为代表。“生鲜超市 + 餐饮”模式融合线上电商和线下门店，

聚焦生鲜超市、餐饮、商家与消费者互动、商品消费体验及

商品物流配送等功能，满足了消费者对社交、场景化体验、

商品差异化及生活品质的诉求。

生鲜新零售模式中，最接近消费者的就是社区生鲜便利

店，其定位是满足社区居民的生鲜购买需求。在新零售的趋

势下，社区生鲜便利店主要有线上运营、门店自提、社区拼

团等多种方法。线上运营是通过微信建群的方式，获取流量；

门店自提就是消费者网上下单，自己去门店自提；社区拼购

是以拼团等方式购买，再线下自提。

有数据显示：综合电商平台依旧是生鲜电商用户最常使

用的平台，有超过八成的用户使用综合电商平台购买生鲜，

流量优势明显。而新零售模式平台的用户数量虽然没有综合

电商平台多，但在使用频次上却相对占优，每周至少使用 1

次以上的用户数量占到了 68.1%。总的来说，“生鲜超市 +

餐饮”、社区生鲜便利店等生鲜新零售模式给人们的生活提

供了更多的便利，消费者对于这些新零售模式，整体满意度

比较高。

4.3 冷链物流

生鲜农产品通常具有周期性、地域性、易腐败、易损

耗、难储藏的特性，制冷技术的逐步成熟能够为生鲜电商的

发展提供一种低温物流模式，为农产品质量提供可靠保障。

中国生鲜农产品电商企业的物流模式主要包括两种，即第三

方物流和自建物流。其中，顺丰优选、食行生鲜等采用的是

自建物流，能够更好提升客户服务质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

争力。对于一些中小规模企业来说，自建物流的成本较高，

（下转第 101 页）



101

宏观经济·Macroeconomics

有效形成监管部门的工作力量，充分发挥基层市场各部门的

监督管理作用。

4.4 提升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执行水平

基层市场监督部门的不同职责往往是在不同职能目标框

架下逐步形成的，要科学明确基层市场监管责任制，必须在

市场功能目标的总体框架下统一其职责。政府部门可以科学

有效地将监管职责划分为市场主体准入、退出制度、综合市

场监管制度、质量安全监管制度、食品质量监管体系和知识

产权监管体系等，根据各监管部门在基层市场环境中的不同

职能和监管能力，这有助于明确各监管部门岗位人员的职

责，避免相互推卸责任、重复使用监管权的现象。规范和明

确基层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有利于确定各监管部门的职能

目标，完成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促进各监管环节

的顺利进行。同时，为全面提升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协同监管

机制的实施水平，各地区政府应使用有效的奖惩措施，科学

指导各监管部门加强相互配合与联系，及时传递、共享监管

信息、主体注册信息、执法信息，防止跨地区、跨层级跨部

门信息孤岛的形成。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相关部门掌握的市场监管数据和网络

广泛的相关数据进行整合分析，有助于弥补监管中的漏洞，

为单位加强过程监管和事后监管提供可靠依据。目前，市场

相关数据是各地大数据建设的基础。在大数据背景下，基层

市场监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大数据的应用将会融入到

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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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第三方物流的方式更适合，如本来生活以及喵鲜生等。

农产品电商企业在使用第三方物流的时候，为了更好地实现

服务质量的提升，必须针对前期筛选以及后期把控制定严格

的标准。

4.4 仓储配送

现阶段，中国农产品电商仓储模式主要包括集中式和分

布式两种。集中式仓储是指在重要枢纽建设集中式仓储配送

中心，对产品进行统一分拣、存储、配送，其优势在于能够

统一操作，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和配送到户效率，但劣势在

于仓储标准和品质控制标准要求较高。分布式仓储是指在枢

纽集中仓周边建设小仓，将商品分散布置在有消费需求的地

域，从而实现商品离消费者最近配送速度更快，但需要建立

好统一的备调货系统。在“新零售”背景下，分布式仓储模

式作为一种中间形态，可以从服务质量控制、时效与成本等

角度出发，更好地构建符合生鲜电商发展的配送方式。在订

单量足够多以及商家能够掌控和管理其供应链布局谋划的

前提下，“离买家最近的商品分布式仓储 + 同城配送”是

冷链物流模式的趋势。

5 结语

在“新零售”背景下，要求生鲜农产品企业对供应链模

式进行完善，以保证生鲜农产品从上游货源的选取通过中间

的冷链运输到最后的下游零售环节都具备鲜活性，并在保障

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实现配送效率的提升。电商生鲜农产品

供应链的协调发展必须引入各种先进技术，利用这些技术做

好需求预测控制采购量，柔化生鲜供应链的管理，同时转变

传统管理理念，强化生鲜供应链理念，进而更好地推动生鲜

农产品供应链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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